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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周围围

9 月 1 日，“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项目

发起人孙嘉怿一宿没睡，一直守着消息，等

候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稳稳

地回家”。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 25 枚与烈士遗

骸同时发现的印章，向全社会征集线索为

烈士寻找亲人，我们的志愿者在网上参与

了信息的比对和分析，郭玉文、杨翌梅两位

志愿者实地找到了李云姗烈士的亲人，还

在 做 DNA 鉴 定 ，结 果 出 来 后 才 能 最 终 确

定。”孙嘉怿告诉记者。

每年祖国以最高礼仪接客葬异乡英烈

回家，孙嘉怿既激动又感伤，一批又一批的

英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个个生动鲜活

的故事告诉我们：“今日之中国，是昨日之

中国先烈们用牺牲换来的。”

一

志愿者兰钢是孙嘉怿的“师傅”，他没

有当过兵，却愿意待在与这些英勇无畏的

官兵们最近的地方。自由职业的他，大部分

时间不是在陵园就是在去陵园的路上。

从 2007 年 开 始 ，兰 钢 一 直 在 做 一 件

事：去烈士陵园，祭奠、拍照，回来以后整

理 资 料 。 他 的 个 人 博 客 “ luck 路 客 的 博

客”是孙嘉怿最早在网上接触到烈士信息

的渠道。

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孙嘉怿才走上了

为烈士寻亲的路。

每次走进烈士陵园，兰钢都是蹲在烈

士的墓碑前，熟练地敬香、倒酒，点上香

烟，念叨着烈士的名字，拍下一张张墓碑

的照片。这是他祭奠烈士的方式。

“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亲 人 葬 在 哪

里。我希望当家属在网上搜索烈士的名字

时 ， 能 沿 着 我 发 的 信 息 找 到 烈 士 的 墓

碑。”兰钢说。

每年清明节，他都会去烈士陵园里为这

些有名字、没名字的烈士扫扫墓，上上香。

孙嘉怿说兰钢给了她一种震撼，“每

次 看 到 他 发 布 的 信息，都有种说不出的

感受。”

后来，孙嘉怿的每次旅行，都是去全国

各地的烈士陵园，看每一块墓碑，算烈士牺

牲时的年龄，“他们大部分是那么年轻。我

常常想，每个人都有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

可是他们十七八岁走上了战场，二十几岁

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012 年 ， 新 婚 的 孙 嘉 怿 作 出 了 另 类

的选择：带着先生一起再去一次云南，沿

着边境线去那些烈士陵园，去那些当年的

旧战场。

新婚的先生顺从了她，蜜月之旅从滇

西的国殇墓园到龙陵松山战役的战场，从

边陲小镇麻栗坡到中越边境线上的老山主

峰 ，孙 嘉 怿 一 路 祭 奠 英 烈 ，同 时 通 过 微 博

（网名“猫小喵滴兔子”）向网友们介绍那些

烈士陵园的位置和具体情况。

9 年 前 云 南 的 交 通 并 不 发 达 ，烈 士 陵

园和战场遗址比较分散。15 天的“蜜月”旅

行，她和先生不知道在昆明中转了多少回，

她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分享。

就这样，一块块墓碑地拍，一个个名字

地记，一次次地跋山涉水，兰钢和孙嘉怿用

他们的方式守护着英烈。

二

随着“猫小喵滴兔子”微博粉丝越来越

多，寻亲的烈属主动找上来。

第一次帮烈属找到亲人时的成就感，

孙嘉怿至今记得。

2016 年 8 月，有一个安徽太和的烈属，

辗转找到她，给她留言：您好，看到您经常

到烈士陵园去，想请您帮忙寻找一下我的

小爷爷王心恒，他去打仗之后就和家里断

了联系，老一辈说他大概牺牲在宁波。现在

过年的时候家里也都给他摆上碗筷，希望

他能回来。

这位烈属是王心恒的侄孙，无意中在

当地一家纪念馆里找到了一段关于王心恒

的介绍，说王心恒牺牲在宁波。

“什么材料都没有，这该怎么找？”孙嘉

怿虽然心里没底，但是满口答应，“没事，没

事，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你放心！”

已经答应了，必须办到。孙嘉怿暗自下

定决心，“只要在宁波，我一定能找到。”

“当时还没有退役军人事务局。”孙嘉

怿首先想到找民政局，但毫无收获，工作人

员提示她可以去烈士陵园找找看。

之后，孙嘉怿便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

花了两个周末把宁波大大小小烈士陵园的

墓碑找了个遍。

这期间，孙嘉怿还干了一件事，“估计

今后还会有人找，我一边找，一边一个个把

每个墓碑拍照存档。”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个周末，孙嘉怿

终 于 在 樟 村 烈 士 陵 园 找 到 了 王 心 恒 的 名

字。“看到王心恒名字那一刻，别提有多高

兴⋯⋯”讲述第一次找到烈士时的情形，她

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

“我立马给烈属打电话。”当时她激动

得手都是抖的，“牺牲几十年了啊，终于被

找到了。”电话那头“哇”地就哭起来了。

通完电话，已是下午 4 点多，孙嘉怿

赶紧跑去商店，“周边没有鲜花店，我就

用香烟和酒敬上。”站在墓碑前，她轻声

说：“老英雄，你的家人没有忘记你，他

们 让 我 来 寻 找 你 ， 过 段 时 间 他 们 也 会 来

的。”心里还默默地认了这门亲戚，想着

今后每年来祭拜。

在与烈属一次次的沟通中，王心恒短

暂 的 一 生 浮 现 在 孙 嘉 怿 眼 前 ，“ 王 心 恒 ，

1922 年出生，在解放宁波中壮烈牺牲，年

仅 24 岁⋯⋯”忽然，她感觉烈士与自己是

如此亲近，说着说着，她流下了眼泪。

三

第一次为烈士家属完成心愿，让孙嘉

怿更加坚定了为烈士寻亲的志愿行动。但

是，“我可以为这些烈士做些什么？我一个

人又能帮助多少？”孙嘉怿有些迷茫。

2016 年年底，孙嘉怿又一次接到了烈

士家属的求助：您好，我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 烈 士 黄 建 国 的 后 代 黄 军 平 。 2016 年 8
月，我和几位烈士后代一起远赴朝鲜寻找

伯父黄建国的安葬地，很遗憾没有找到。

我把两个烈士陵园 1 万余名烈士的名字都

拍了回来，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家属是不是

也和我们家一样苦苦寻找亲人安葬地几十

年。我想请你一起整理烈士的资料，帮助烈

士寻亲。

她赶紧要了黄军平的电话，和他在电

话里沟通了两个多小时。

黄军平是陕西咸阳土生土长的农民。

他的二伯黄建国牺牲在朝鲜战场，祖母因

为接受不了儿子的牺牲哭瞎了双眼。爷爷

考虑到其膝下没有子嗣，就将黄军平过继

过去。

黄军平还记得，小时候上学，语文老师

讲解课本上邱少云的故事时，对全班同学

说，他的亲人是志愿军英烈，谁都不能欺负

他。“因为当时家里挂着‘光荣烈属’牌子。”

看着其他小朋友投来的羡慕眼神，黄军平

第一次对志愿军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情感。

遗憾的是，全家人一直都不知道伯父

安葬在哪，也很少提起这事，直到爷爷去

世前叮嘱他，“看看能不能找到伯父的安

葬地？”

黄军平说，当年爷爷怕奶奶太过伤心，

就将二伯的遗物烧掉了，只留下烈士证藏

在老式柜子里。在清明时，一家人会到十字

路口，面朝东方，烧香祭奠。

黄军平 20 岁时就开始在地图上找，当

时 只 看 到 地 图 上 有 个 丹 东 抗 美 援 朝 纪 念

馆，“在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离陕西很远，去

一趟很不容易。”

他小心翼翼地揣着烈士证，开始攒钱。

很长一段时间，去朝鲜寻找伯父的安葬地，

成了黄军平心心念念的大事。

2016 年，黄军平在烈士群看到朝鲜有

两个烈士陵园修葺完成。“像我这样的烈属

有很多，我们有个烈属群，彼此互通信息。”

他觉得去朝鲜有希望了。

很快有人组织去朝鲜扫墓，黄军平报

名了。

那些年，黄军平做了很多功课，把朝鲜

战争研究了个遍，找到了伯父所在部队番

号，具体在朝鲜哪片区域战斗。

“第一次去朝鲜，我所去的地方不是伯

父在的地方，但我还是要去 。”黄军平说 ：

“如果我不去朝鲜，不踏上这片土地，根本

不会知道那里的状况。”

刚开始，黄军平还怀着“私心”，就是为

了寻找自己的伯父。直到走进朝鲜开城烈

士陵园，想法开始发生转变，那种感觉，他

无法用语言表述。

朝鲜开城志愿军烈士陵园，庄严肃穆，

同行的 10 名烈属举行了简短的仪式，然后

一起放声大哭——仿佛这些坟墓里躺着的

都是自己的亲人，而他们是代表家乡来看

他们，祭奠他们。

“自己从来没出过国，第一次去朝鲜，

如同演电影一般。当年二伯和我一样，从丹

东入朝，我是坐着火车，二伯可能是从桥上

走过去。我踏着二伯的足迹来寻找他。”回

忆起这段历程，黄军平这样说。

这趟朝鲜之旅，虽然未能找到二伯，但

他将朝鲜烈士陵园中 35 米长的烈士墙名

录，用手机一一拍摄了下来带回国内。

5 分钟左右时长，近 1 万个名字。他想

着，国内还有很多烈属想找到家人，这些名

字里或许就藏着希望。

可是，整理这些材料并不是容易的事

情，籍贯不详、番号不详，还有很多同名同

姓的英烈信息无法确认。

四

黄军平找到了网络上小有名气的“猫

小喵滴兔子”孙嘉怿。

两人通完电话，彼此都有种找到了知

音的感觉，孙嘉怿之前想的事，一下全部找

到了解决方法。

说干就干，第二天孙嘉怿就在微博上

发起了#我为烈士来寻亲#公益话题，号召

网友们一起整理烈士信息，为烈士寻亲。

那一次，通过孙嘉怿的个人影响力，招

募到了 26 名青年志愿者，开始整理黄军平

从朝鲜带回的烈士墓地视频中英烈墙上的

名字，把一个个名字输入表格，再从中华英

烈网的烈士数据库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英

烈数据库双向比对烈士的身份户籍资料，

最终确定烈士的准确个人信息。

“因为害怕用代码软件会出现名字错

误、同名烈士身份无法识别等 BUG，所以

所有的信息我们都只能选择最原始的手动

输入。”孙嘉怿说：“我和志愿者们说，我们

一起做的是从前没有人做过的事，一定要

认真对待，如果我们没有责任心，很可能导

致烈士信息错误，烈士找不着家或者找错

家，导致烈属找不到他们。”

经过一个多月的整理和匹配，在 2017
年清明节前夕，#我为烈士来寻亲#按照省

份属地分类发布了第一批 1000 名志愿军

在朝安葬地信息，得到了网友的大量转发，

也引起了各属地媒体的关注。

孙嘉怿说，这个名单经过整理、发布和

后续对接后，一大批烈属找到了自己亲人

的安葬地，陆续前往朝鲜扫墓祭奠，“其实

我们心里都很感激黄军平叔叔，他的一个

善举，才有了‘我为烈士来寻亲’这个项目，

为更多烈士寻亲找到了宝贵线索。”

这次网络活动的成功，让孙嘉怿和志

愿者团队看到了网 络 的 力 量 和 社 会 各 界

对 烈 士 寻 亲 的 关 注 ， 她 和 团 队 一 起 商 量

调 整 “ 我 为 烈 士 来 寻 亲 ” 的 思 路 ， 以 整

理 烈 士 资 料 组 为 核 心 ， 向全网招募青年

旅友、骑友、军迷，到全国各地的烈士陵

园就近拍摄烈士墓碑照片，补充烈士安葬

地数据库。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志愿者

的行列，他们主动走进家乡的陵园带回一

条条烈士信息。

随着志愿者团队的壮大，一个庞大、详

实的烈士信息数据库被搭建起来。越来越

多新发布的寻亲信息不再石沉大海，“就像

一个个小灯泡，原来是灭的，现在都被点亮

了，有了回应，我们感到非常有意义。”

“一开始很多人抱着好奇心加入我们，

后来碰到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同家乡的烈

士，又会有所启发。”孙嘉怿说。

2020 年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吕 卉 老 师 了 解

到“我为烈士来寻亲”团队事迹后，来到宁

波走访调研，回去之后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烈士陵园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建议。

2021 年 4 月 2 日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部 正

式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首

次公布了 100 位烈士的寻亲信息，同时向

全社会征集线索，为烈士寻找亲人。

在孙嘉怿看来，全国性的服务平台提

高了寻亲的效率，政府对烈士寻亲的重视

也引起社会更广泛关注，“我们也可以提

供 数 据 和 资 料 ， 协 助 政 府 进 行 实 地 走 访

核实。”

五

有人对孙嘉怿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有

自己的工作和小孩，哪有闲工夫干这个？寻

找的烈士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值吗？

孙嘉怿总是淡淡回复：“烈士们抛头颅

洒热血，为的也是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

人啊。”她坚信，烈士的故事应该被铭记，

烈士的精神应该被传承！

2018 年清明节，孙嘉怿带着全国网友

寄来的“乡土”和孩子们写给异国他乡志愿

军烈士们的信件，与全国各地寻亲成功的

烈士家属们一起前往朝鲜。

黄军平也一同前往，这是他第二次去

朝鲜寻找伯父。

“当我们聚集在中朝边境小城丹东鸭

绿江断桥上时，许多烈属泪流满面，他们有

的 是 烈 士 的 子 女 ，有 的 是 烈 士 的 弟 弟 妹

妹 ， 他 们 当 中 绝 大 部 分 是 第 一 次 去 往 朝

鲜，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 80 多岁了，他

们要去完成整个家族半个世纪没有完成的

心愿，为烈士亲人扫墓。”孙嘉怿还记得

当时的情景。

在朝鲜的 7 天里，寻亲团除了参加中

国大使馆的清明公祭外，其余时间都穿梭

于朝鲜境内的各大志愿军烈士陵园。孙嘉

怿说：“这一行，我见证了一幕又一幕痛哭

的场景。”

在寻亲的队伍中，有一位拄着拐杖的

70 多岁老人陈传文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白发苍苍的陈传文两夫妻，相互搀扶，

步履蹒跚。这对古稀老人第一次来到朝鲜，

为的是寻找自己牺牲在朝鲜战场的父亲陈

士成。

“ 当 时 父 亲 也 就 二 十 八 九 岁 ，思 想 先

进，一听自己符合条件，就主动报名，奔赴

战场，留下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 4 人。那一

年，我也就 4 岁。”陈传文说着，抹了抹眼角

涌出的泪。

“大概一年之后，前线传来消息，父亲

为了引开飞机轰炸，保护战友和基地的安

全，跳上自己的运输车开出去做‘目标’，遭

到美国军机轰炸壮烈牺牲。”在陈传文保存

的资料中，有封来自中国人民志愿军汽车

二团的手写信，向家属表达了悼念之情。

朝 鲜 平 安 南 道 大 同 郡 福 山 面 大 阳

里 ——这是书信里写着的地址，但并没有

写具体的陵园墓地。

在朝鲜的烈士陵园里，老人拄着拐杖，

放声哭喊：“老爸，你到底在哪里？”他记得，

母亲弥留之际拉着他的手不肯放，希望能

够有朝一日找到父亲，带他回来。

这一幕深深地触动现场的每个人，孙

嘉怿说：“当时，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掉，那

个晚上我怎么都睡不着，白天的种种在我

的脑海里拼命地翻滚，烈士到底在哪里？大

同郡到底有没有烈士陵园，怎样才能去？一

个个问题让我辗转反侧。”

离开朝鲜的那个清晨，备感失落的老

两口，来到所住宾馆西面的小山坡，在这个

距离父亲可能埋葬地 20 来公里的地方，点

上蜡烛，烧上纸钱，跟父亲说说话。

老人颤颤悠悠地跪下，掏出一家老小

的旧照片，毕恭毕敬地面向父亲的照片磕

头，一下，两下，三下，雪白的银丝在微风中

飘动。

第二次朝鲜之旅，黄军平仍没有找到

二伯。这次，他从朝鲜带回一小块土，将其

埋在奶奶的坟前，留个念想。

“我知道二伯所在的部队停战时在三

八线附近，三八线是双方两公里内都不能

靠近的地方，二伯就在那里。”黄军平说。

目前这个地方还没解封，他在期盼解

封的那一天。

六

那次回来之后，孙嘉怿一直挂记着陈

传文老人，她通过“我为烈士来寻亲”想尽

各种办法。一位和朝鲜有着良好关系的友

人赵斌主动愿意提供帮助，他做中朝贸易，

常年来往于中朝之间。

孙嘉怿还记得，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赵

斌，他就是带着香烟和酒去烈士陵园。赵斌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最终在朝鲜大同郡

找到了烈士陵园。

赵斌拍回了烈士墓地的照片，孙嘉怿

查看发现在平壤新建的顺安烈士陵园有陈

士成烈士的名字，只是里头刻着的名字，把

“士”写成了“世”。

确认找到陈传文父亲之后，孙嘉怿带

着烈士墓地的照片，和先生、女儿一家三

口一起去了南京陈传文老人家中，“我让

女儿为陈传文老人送上了一枚纪念章，以

此纪念他的烈士父亲，纪念 68 年的寻找

终于成功。”

“我们围在一起包了一顿团圆饺子，在

桌上特意摆上了两份餐具，两份热腾腾的

水饺，老人说：‘爸爸妈妈，今天我们一家终

于可以团圆了！’”从那以后，孙嘉怿成了陈

传文的“干女儿”。

赵斌说，这次帮助寻亲，对自己也是一

次洗礼和教育。“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

开 口，为 烈 士 寻 亲 ，我 能 在 朝 鲜 助 一 臂 之

力。”如今，赵斌成了“我为烈士来寻亲”志

愿者团队的主要成员。

越来越多爱心人士的自发行动，为烈

士寻亲铺平了道路。

孙 嘉 怿 回 忆 说 ：“ 寻 找 到 毛 阿 根 烈

士，最快捷。当时接到烈士家属的寻亲信

息，我大概 5 分钟就找到了安葬地。”

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孙嘉怿还是

和团队成员一起再核实了一遍，然后告诉

烈属。

毛 阿 根 ， 宁 波 籍 志 愿 军 烈 士 。20 多

年来，全家人都是在北仑当地的烈士陵园

墓碑祭奠，那是一个只有墓碑的衣冠冢。

2020 年 10 月，毛海英联系上了孙嘉

怿，拿到了大伯毛阿根所埋葬的平壤市顺

安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相关的照片

和资料。

毛海英的父亲毛祥明，是毛阿根烈士

的 亲 弟 弟 。 兄 弟 俩 的 年 纪 差 了 20 多 岁 ，

几 乎 是 隔 了 一 代 人 ， 背 后 的 原 因 令 人 唏

嘘 。1953 年 ， 得 知 长 子 牺 牲 朝 鲜 的 消 息

后，毛阿根的母亲悲痛欲绝，精神状态一

直不佳，直到 46 岁才又诞下一子。

“爸爸说，当年大伯去参加志愿军是

瞒着家里头的，他只是说要去宁波读书学

习，没想到直接报名去了朝鲜战场，再也没

有回来。”毛海英说。

关于毛阿根的点点滴滴，毛家都悉心

保留着：上世纪 80 年代民政部颁发的革命

烈士证明书，用画框装裱起来；数十年前所

在 乡 镇 抗 美 援 朝 增 产 节 约 委 员 会 赠 送 的

“光荣之家”木牌，也好好收藏着；当年寄回

来的烈士遗物，比如慰问志愿军的方巾，则

捐给了北仑区烈士纪念馆⋯⋯

“等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知道了大伯

在朝鲜确切的安葬地。”毛海英说。她的父

亲毛祥明也备感欣慰。老人家今年 68 岁，

身体很好，就想着亲自去趟朝鲜把哥哥接

回来，让他可以回到祖国、回到家乡。

在这面有着毛阿根烈士名字的英烈墙

上，共有 720 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名烈士

609 人，无名烈士 111 人（因安葬时无法确

认身份所致）。因为战争残酷、时间久远和

档案抄写等种种因素，至今仍有少数烈士

姓名无法核定。

孙嘉怿说：“我们享受的和平生活，是

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这背后，更是无数

家庭几十年来找不到亲人的煎熬与心痛。”

七

随着“我为烈士来寻亲”线上影响力越

来越大，作为宁波海曙区志愿者协会的一

名专职志愿者，孙嘉怿又发起了线下“百

场英烈故事进校园”“战地青春-烈士遗

像修复计划”等活动。

“ 毛 阿 根 烈 士 的 母 亲 因 为 思 念 儿 子 ，

常年拿着儿子唯一的一张照片以泪洗面，

这张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了，看不清人的轮

廓。”孙嘉怿说，“有的烈士连一张照片都

没有”。

在媒体牵线对接下，浙江传媒学院组

建 了 一 支 画 像 团 队 和 AI 相 片 修 复 团 队 ，

开 启 了 “ 战 地 青 春 - 烈 士 遗 像 修 复 计

划”。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漫插画系主任

武小锋是团队成员之一。

武小锋说：“烈士将自己最宝贵的年

华奉献给了党和国家，这样的精神不仅要

存在于亲属的记忆中，我们想通过为烈士

画像、为烈士修复遗像的形式，通过将素

描这种最直接的艺术手段与最先进的 AI
技术相结合，让更多人瞻仰革命先烈、传

承革命精神。”

今年端午，孙嘉怿带着宁波市中原小

学少先队员们，手捧用现代技术修复而成

的毛阿根烈士照片，沿着当年烈士离开家

的老街，步行送烈士回家。到烈士家中后，

少先队员将毛阿根烈士照片交给亲属，并

敬少先队队礼。

毛海英告诉记者：“家人专门准备了一

个房间悬挂这张照片和摆放烈士证，父母

每天会对着照片点香敬拜，迎接大伯的英

魂早日回家。”

“这个哥哥，帅不帅？这是我们宁波籍

的烈士。”孙嘉怿将把烈士生平事迹与为烈

士 寻 亲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故 事 串 联 成 宣 讲 作

品 ，在 校 园 内 开 展 百 场 演 讲 ，以 喜 闻 乐 见

的方式，让广大青少年从缅怀烈士传承精

神中激发奋进力量。

#我为烈士来寻亲#发起 5 年来，帮助

800 多名客葬异乡的革命烈士找到亲属，

通过全国志愿者收集到的烈士陵园信息有

684 座，分布全国 25 个省份和地区。通过留

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收集到了包括朝鲜、

越南、巴基斯坦、老挝、坦桑尼亚等国的中

国烈士陵园烈士信息两万余条。

2021 年 5 月，孙嘉怿代表团宁波海曙

区委、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参加 2021 年浙江

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我为烈士来寻

亲·客葬异乡英烈回家”志愿服务项目以全

场最高分荣获金奖。

最近，项目还联合宁波财经学院人文

学院“文化财产保护中心”共同开启“我为

烈士修遗物”活动，用专业技术修复烈属们

保存数十年的包括烈士证、信件等在内的

文书类遗物。

微博#我为烈士来寻亲#话题导语中

这 样 写 着 ：“ 为 客 葬 异 乡 英 烈 寻 找 亲 人 ，

为烈属寻找烈士亲人的安葬地。所有资料

是全国各地 200 余位志愿者接力拍摄登记

匹配整理完成，我们都是志愿者，不收取

任何费用，祭扫活动费用自理或根据相关

政策减免。”

黄军平很感激这群年轻人，帮着那么

多烈属做了一些事情。“这些孩子是国家的

希望。还好，这些烈士的故事，并没有被遗

忘。”他说。

00 后 黄 妍 丽 ，资 料 整 理 组 志 愿 者 ，来

自浙江杭州，经常以团队名义给烈士献鲜

花祭奠；90 后温常卿，丹东振安区烈士

陵 园 管 理 员 ， 守 护 着 858 位 烈 士 长 眠 的

3000 多 平 方 米 的 烈 士 陵 园 ， 有 关 丹 东 方

面的烈士信息他有求必应；泉州姑娘王玉

茹是中国邮政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只身一

人几次上山拍摄零散安葬的烈士墓；江苏

网友君涛，被誉为圈内“半仙”，有研究

县 志 对 地 域 信 息 分 析 和 研 判 的 “ 绝 活 ”；

烟 台 姑 娘 米 粒 ， 组 建 了 覆 盖 山 东 全 省 的

9120 人 的 公 益 寻 亲 志 愿 同 盟 ， 每 次 寻 亲

大家都一呼百应齐上阵；一口四川话的邓

玉明伯伯，这些年为志愿军烈士寻亲打了

无数电话，他说自己是志愿军烈士的儿子，

这是他的使命担当⋯⋯

目前，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已吸引网络

志 愿 者 200 多 名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各 行 各

业，其中核心志愿者 26 名，他们都是抱着

一腔热血加入其中：“我们国家经历了太多

磨难，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一定要

坚持把这件事做下去”“在寻亲的过程中，

我们仿佛完成了人生的一次‘穿越’，接受

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烈属们已经是古稀

老人，这些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以为他

们做的事情”⋯⋯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八百烈士的回家路

写这篇文章时，一遍又一遍地翻阅有
关为烈士寻亲的资料，一次又一次地回忆
采访中的点点滴滴，却总是迟迟无法下笔，

“语言在行动面前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一桩桩一件件的寻亲故事，一家家一

户户的成功案例，一位位热心公益的志愿
者，一起拼凑成一幅家国情怀的画卷。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最终我只能用
这样的笔墨，写下这样的文章。曾经，
在烽火战争年代，有这样一群最可爱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和平发展年代，有
这么一群可爱的青年志愿者，他们一起
组成今日可爱的中国。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扫一扫 看视频

在2021年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脱颖而
出获得最高分，引发人们的关注。该项目不仅帮助800多名客葬异乡的革命烈士
找到亲属，在全社会掀起祭奠先烈、学习党史的热潮，寻亲项目的不断发展，还让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积极为烈属群体发声，让社会更多关注烈属这个群体。同时，
随着项目参与者的增多，逐渐在社会上掀起开展公益志愿服务的热潮，为树立文
明新风、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作出了贡献。项目发起人孙嘉怿通过开展“百场英烈
故事进校园”“我为烈士来画像”等活动，将红色故事送入校园学堂，让更多的人，
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缅怀革命先烈、厚植家国情怀，将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继
续传承下去。

——共青团浙江省委志工权益部部长、2021 年浙江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评委陈掌军

孙嘉怿（右一）在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为英烈

敬献鲜花。

2021 年清明节，孙嘉怿（左一）带着少先队员，

陪同烈士家属一起来到宁波樟村烈士陵园为王心

恒烈士扫墓，并现场讲述王心恒烈士的英雄事迹。

记者手记

孙嘉怿（右二）参加“迎接建党百年 为百名烈士画像”大型公益活动。

青年志愿者之歌


